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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张家善

1950年5月1日颁布实施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法律。明
确规定了保护妇女的合法权
益，提倡妇女婚姻自主，反对父
母包办、媒妁之言，废止虐待妇
女、干涉寡妇改嫁以及歧视再
嫁妇女所带儿女一切陋习。

随即，全国的文艺工作者
掀起了以婚姻法为主题的曲
艺、戏剧编演热潮。除由新凤霞
主演、家喻户晓的评剧《刘巧
儿》，还有一出源自东北地区的
评剧《小女婿》，由著名评剧艺

术家韩少云、小白玉霜领衔主
演，曾与《刘巧儿》一样风靡全
国。《小女婿》的剧情很简单：东
北地区农村女青年杨香草，爱
上了同村的小伙子田喜，却遭
到封建意识浓厚的杨父
的极力反对，为贪图彩
礼、在媒婆“陈快腿”撮
合下，要把女儿嫁给邻
村罗寡妇只有六岁的儿
子长芳。香草与田喜的
爱情虽然遇到意外波
折，彼此相爱的意志没有任何
动摇，终于称心如愿喜结连理。

《小女婿》较之《刘巧儿》剧
情更为简洁明快、没有大的起

伏，所以更容易被广大农村听
众所接受。在当时收音机尚被
视为“奢侈品”，多数家庭尚无
力购置的情况下，遍布城乡的
文化馆、文化站在街头所设置

的扩音器里，经常播出
评剧《小女婿》全剧或主
要唱段，已经达到了妇
孺皆能即兴哼唱的程
度，其社会感召力是相
当大的！使得不少存有
旧社会思想意识的家长

深受感动，懂得了儿女婚姻自
主带来的好处，当时的报刊广
播更是紧跟宣传，出现了众多
不再干涉子女婚姻自主的范

例。
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当

年聊城地区文工团演出的评剧
《小女婿》。其成员都是首届全
区农民汇演中的佼佼者，各个
都是正值青春妙龄，聪慧伶俐、
能说会唱。他们就在城中心“古
楼”东南角下的一座简陋小院
露天地里排练，不管是主演还
是配角都非常认真、一丝不苟，
经常下乡为农民演出。著名吕
剧表演艺术家李岱江，曾在剧
中饰演田喜，扮相英俊潇洒、口
齿伶俐，与香草田头相会那一
场，香草问：“田喜哥你的对象
选没选好？人家都说你的眼光

高。”答：“我的对象早已选好，她
人好手巧劳动热情高！”双方脉
脉含情极为传神；曾任山东剧院
副经理的彭慧芝，饰演香草有

“反调”大段唱：“鸟入林、鸡进窝
黑了天，杨香草对孤灯左右为
难，田喜哥待我好我们情意相
恋……”如泣如诉、低回委婉、催
人泪下；曾任山东省戏剧家协会
主席的张云凤，把杨母那既心疼
女儿，又拗不过脾气倔强老伴的
左右为难，揣摩得惟妙惟肖、恰
到好处，频频暗自抹泪、令人为
之动容。那些从庄稼地里走出的
年轻人，演农村戏可以说驾轻就
熟、生动形象。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政府把解放妇女运动视为头等大事。各级妇女联合会设有妇女权益维护保障部，坚定不移
为城乡广大妇女当家做主。沐浴在党的温暖阳光下的妇女，扬眉吐气、笑逐颜开。送夫或子女参军，争取婚姻自
主，尊老爱幼、家庭和睦，蔚然成风。尤其各种形式的文艺演出，无疑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今天是“三
八”妇女节，谨以此文向广大女同胞致以节日的祝贺。

1963年8月，
我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踏进新兵连

感召力不小的《小女婿》

□张贺亮

我生长在农村。1975年，我14

岁，虽未成年，但也是一个
“大小伙子”了。村里每年
都要评选“学雷锋积极分
子”，我和同村同班的8个
男孩成立了一个学雷锋小
组。那时，正是“文革”期
间，虽然八辈祖宗都是农
民，但也要“接受贫下中农
的再教育”，在劳动时，脏
活累活都要抢着干。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
夜晚，我们8个人偷偷拉了
四辆地板车往生产队的积
肥坑里运土，直到筋疲力
尽才回家睡觉。那时上班
前生产队长都要开全体社员会，
内容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语录、传

达上级指示、表扬好人好事、分配
任务等，每天如此。在第二天的全
体社员会上，队长云里雾里说了

一大堆，终于讲到好
人好事了：“昨天晚
上，又有人做好事了，
往积肥坑里运了很多
土，虽不要报酬，但学
雷锋也要讲科学。光
放土怎么行呢，要一
层土一层草地交叉放
才能沤出好肥料。”我
晕，忙了半夜还干了
件笨事。现在看到当
时相片上的我，真的
很“木”。

我们还经常帮助
年老体弱的社员。有

一次，我们发现“五保户”王海家
里缺少烧火做饭的柴火了。怎么

办？生产队里的柴火那是公家
的，动不得，只好等到晚上趁家
里人不注意，偷偷拿自己家里的
柴火送给“五保户”。第二天，我
爹发现家里柴火少了，问我怎么
回事，我说：“不知道。可能是夜
里被风刮走了。”“不可能，夜里
没有刮大风。”爹说。我的同伴也
都遭到了家长的“审问”。“五保
户”王海发现家里柴火多了，又不
知是谁送的，于是，他就向生产队
长报告了。在当天下午的社员会
上，队长说：“昨天晚上，谁给王海
家送了柴火？”见没有回答，他接
着说：“这种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
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我听了
很高兴。晚上，爹问我：“给王海
家送柴火的有你吗？”我没有回
答，只是冲着爹傻笑。

日月更替，时间飞逝。上世

纪80年代初，我长大了，我也像雷
锋那样穿上了军装。我的第一个
班长是“学雷锋积极分子”，他军
事过硬，学习积极，关心爱护新
兵，经常帮我们叠被子、洗衣服，
教我们怎样练好杀敌本领，还给
我们讲雷锋的故事，事事都给我
们做出了榜样。记得那年夏天的
一个傍晚，我们班里挑粪浇菜，
因化粪池比较深，站在上面捞不
到。怎么办？正当我们不知所措
时，班长挽起裤腿，“噌”的一下
跳进了化粪池，拿起桶就灌了起
来。我们看在眼里，敬在心里。在
班长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后来，
我考上军校，提了干。

20多年的军营生活，锻炼和
培养了我，“学雷锋”已成为一种
自觉行动。

1988 年夏，我带着女儿回老

家看望母亲。午饭后，我们在院子
边乘凉边东家长西家短的拉家
常。当母亲说到赵君家时，脸一下
沉了下来：“他家现在有两个病
人，值钱的东西都卖了，病还没治
好。”我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还
没等我缓过神来，母亲又说：“咱
把那只最大的山羊卖了帮他一把
吧？”我说：“娘，你不用管了，这事
我来办。”我女儿在旁边听说要卖
羊，忙说：“爸，那只羊太可爱了，
我不让卖！”母亲用手里的芭蕉扇
指着那只羊说：“就卖那只最大
的。”就在母亲用芭蕉扇指着那只
羊，就在我女儿看着我、求我不卖
羊的瞬间，我拿起相机，留下了那
温暖的时刻。当年对赵君一家的
帮助起了多大作用不好说，但我
的母亲执意要卖羊帮助他人的情
景却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学雷锋的那些芝麻小事

就 在
母 亲 用 芭
蕉 扇 指 着
那只羊，就
在 我 女 儿
看着我、求
我 不 卖 羊
的瞬间，我
拿起相机，
留 下 了 那
温 暖 的 时
刻。

■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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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毓臣

我是1963年8月入伍的。来到
山东滕县(现为滕州市)的新兵连
时，正是毛泽东发出学雷锋号召
不久，全军上下掀起了“学雷锋
事迹，走雷锋道路，做雷锋式好
战士”的热潮。连队组织大家认
真阅读雷锋那一篇篇闪光的日
记，每个人都写下了一篇篇学习
心得。每逢聚会、点名甚至饭前，
战士们都一遍遍地高唱“学习雷
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爱
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
强……”那时，每读一篇雷锋日
记，大家都为雷锋那崇高的共产
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每唱一遍雷
锋之歌，大家都力量倍增！

年轻的新战士本来就有争
强好胜、不甘落后的上进心，加

上正值学雷锋的高潮，于是学雷
锋做好事在新兵连很快蔚然成
风、处处可见。举一个例子：那
时，我们新兵连150多人住在一个
军营大院里，连队规定早6点起
床，有的战士为了清早抢着打扫
卫生，就提前半小时早早起床。
等起床号一响，院子、猪圈也打
扫得差不多了，其他人则后悔未
能早起。后来连长发现早起床的
人越来越多，如此下去必然影响
大家休息，于是强行规定，任何
人必须按时起床，不得早起。于
是，有的战士在晚间悄悄把清扫
工具放在自己床下，第二天一起
床仍能抢先一步。工具有限不可
能人手一件，于是，有的战士夜
间小便或站岗回来，便把他人藏
起的扫帚簸箕等悄悄转移到自
己床下，第二天一起床也能“稳

操胜券”。连里发现这种“藏猫
猫”的游戏也不是长久之计，便
在肯定大家争做好事积极性的
同时，把清扫工具平均分配到各
排、班，采取轮流值日的办法，才
使争抢工具的“运动战”、“游击
战”转化为“正规战”。

在新兵连时，我们几个爱好
文艺的济南兵经常在一起吹拉
弹唱，连里把我们组成了战士演
唱组，经常为连队活跃业余生
活。新兵连解散后，我们分到各
老连队。不久，团政治处又把我
们这些文艺骨干组织成立了战
士演出队。我们自编自排了一台
文艺节目后，便到分散到山区国
防施工的连队(我们团是工程兵
部队)巡回演出。每到连队，我们
放下行李背包，便投入学雷锋活
动中，有的下厨房帮厨，挑水、洗

菜什么都干，有的帮饲养员喂
猪，有的辅导连队文艺骨干编排
节目、演奏乐器……总之，队员
们不是忙这就是忙那，没有一个
闲人。有时我们演出之后得知还
有连部值班员、站岗值勤的几个
人未能看到节目，我们便专门为
这几个战士补演一场，每每使这
些战士深受感动。有的编成顺口
溜表扬我们：演出队，兵演兵，台
上唱雷锋，台下学雷锋，又演又
做有行动，这样的演出队咱欢
迎！

那几年，我们经常从滕县团
部坐火车到济南、泰安、莱芜、新
泰等山区为连队演出。每次一上
车，大家便忙活起来，那时火车
上还没有今天的电水炉，都是服
务员提一水壶给乘客送水。我们
便把乘务员的水壶接过来，为每

位乘客倒开水。有的抄起扫帚、
拖把、抹布，把车厢、厕所、洗手
盆等擦扫得干干净净。乘客看到
我们的乐器，便热情地提出让我
们表演节目。我们便把车厢当舞
台，表演相声、山东快书、诗朗
诵、对口词、乐器演奏等小节目，
整个车厢顿时充满了欢声笑语。
列车长为了让全车乘客都能欣
赏到我们的节目，便把我们领到
列车广播室，把我们的节目直播
出去。于是整个列车都响起了我
们的吹拉弹唱。正是军民同乐一
路喜，雷锋之歌传千里！

这些当年学雷锋的片断琐
事，虽然过去了近半个世纪，但
每每忆起，心中便涌起阵阵热
浪。当年军民一心、水乳交融的
动人情景，深深铭刻在我心底，
使我终生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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